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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5_A4_A7_E5_c73_582122.htm 近日，苏州大学“研

究生教育创新平台”的11个项目正式向全校公布，每个创新

平台将获得30万元资金资助。 “建立教育创新平台是苏大实

施研究生质量工程的具体举措之一。”苏大研究生部党工委

书记曹健告诉记者，“报考苏大研究生的人数已连续四年位

居江苏省高校首位,在此背景下，研究生部以‘创新’求‘质

量’，严把‘招生入口、能力培养、毕业出口’三大关，确

保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 入口“紧”，复试成绩比重

占50% 苏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08级博士生吴鹏飞对参加入

学考试的场景记忆犹新:“面试时，导师现场进行有关学术问

题的探讨。‘真刀真枪’让考生压力不小,但也更能使优秀的

人才脱颖而出。” 近两年来，报考苏大博士生,复试成绩比重

增加至总成绩的50%，学科背景、专业素质、科研成果以及

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情况等成为了复试打分的重要内容。 王

健法学院博导周永坤教授对加大复试比重的做法非常赞同，

他告诉记者:“作为博士生导师，最看重的是招收的学生是否

具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资质。加大复试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

克服了过分依赖笔试成绩的做法,面对面的接触更能帮助导师

了解考生的实际科研水平。” 为选拔到优秀学生进入苏大就

读，学校在本硕连读、提前攻博和推荐免试中提高了对一流

大学、一流学科优秀学生的录取比例。为了提高命题的科学

性,学校采取了相同专业科目按照一级学科统一命题、统一阅

卷的办法,扩大了同一学科中各个专业方向间考生调剂的空间



。同时,学校还从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上对录取工作加强监督,

设立复试领导小组,对于涉及试卷的出卷人和工作人员一律签

订保密协议书,确保了招生录取的公平、公开、公正。 培养“

新”,教材与课程“校本化” 在苏大，研究生政治理论课不再

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思政理论教学，每周举办的“导师论坛”

已成为众多研究生心目中的“名牌讲座”。文学院新闻传播

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健告诉记者:“‘导师论坛

’不仅有政治理论热点的深度解析,而且能听到各学科最前沿

的科研进展。尽管专业不同,但研究的方法却是相通的,对我来

说受益匪浅。”另外,研究生专业的细分限制了科研视野的广

度，“导师论坛”大大拓宽了科研思路,对研究方法也有很大

的帮助和启发。 从2006年起，苏大把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心

转移到了提高培养质量上，积极创新研究生培养管理模式，

深化研究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课程和教材是确保

研究生教学质量的要素。在2002年至2005年间，苏大教师编

写的《政府理论》、《医用细胞工程》等5门教材入选教育部

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2006年,苏大正

式启动精品课程建设和研究生优秀教材建设两大计划,学校拨

出专项经费,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完成建设100至150门精品

课程、50门左右有较大影响的研究生优秀教材。 学校在研究

生培养方案上推行学位基础课按一级学科开设、专业课程按

二级学科开设的做法，推行宽基础、强专业,拓宽研究生的课

程视野,同时加强研究生公共课的教学改革力度。 针对原来相

对薄弱的公共英语课程，学校除制定出版专用教材外，还建

立了博士硕士研究生试题库。并开设业务外语教育课程，其

中“国际学术交流外语”课，在授课时模拟国际学术场景环



境，强化专业外语的听说实战能力，考试时由3~5名老师模拟

专家展开学术场景的口语问答考核，受到了研究生的普遍欢

迎。 论文“严”，推行“导师问责制” 2008年是苏州大学实

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年”。从9月起，学校对博士学位论文

全面实施盲审制度，对硕士学位论文则采用随机抽取和重点

抽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盲审。学位论文的盲审全部由校外专

家承担，采取送审时隐匿作者及其导师姓名，返回时对作者

及其导师和答辩委员会隐匿评阅人姓名的“双盲”方式评审

。作为严把毕业出口关的举措之一，苏大正在积极探索建立

符合国际惯例的学位论文评审制度。 毕业论文作为反映研究

生科研水平和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成果，在苏州大学历来受到

重视。苏大将导师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的第一负责人，

把论文盲审的最终结果与导师资格直接挂钩。一旦三年内有

两篇以上盲审不合格的论文，导师将被取消资格且三年内不

得参评。 2004年起，苏大实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立项资

助，并为获奖论文设立专项奖励基金。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

专业06级博士生彭杜宏告诉记者，她的毕业论文选题“大学

生团队学习认知互动过程研究”获得了苏大2009年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选题3000元的立项资助，这让她“备感珍惜”。因

为“筛选的过程极其严格，入选资助选题不仅减轻了科研中

的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肯定和荣誉”。 在2008年江

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中，苏大有4篇博士论

文和11篇硕士论文获优秀。近年来，先后有1人获评全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3人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04年

至2007年,研究生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发表论文21000

余篇，其中被SCI、EI、ISTP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1300余



篇，研究生在学院科研成果中的贡献率约占30%。最新热点

快报：2009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合格资格线确定2009年

考研网上调剂系统4月8日开通2009年考研最新查分复试调剂

信息专题2009年各地考研成绩查询信息汇总专题09考研复试

线只划一条新增专业硕士不另划线2009年面向应届生专业硕

士招生复试不单独划线2009年考研国家复试分数线预计4月8

日公布把百考试题考研站设为首页 考研辅导资料特别推荐

：2009年考研政治重点详解资料汇总考研政治基础辅导之常

考知识点精选汇总09考研英语阅读理解专项训练汇总历年考

研英语常考词语固定搭配资料汇总2009年考研数学\政治\英语

冲刺复习资料汇总2009年全国研究生考试复试资料大汇总更

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题库把百考试题

考研加入收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